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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9/2021_2022__E6_94_BF_E

7_AD_96_E5_A4_A7_E7_c36_49280.htm 第一部分 法理学 第一

章 法的本质和特征 第一节 法、法律的词义 一、汉语“法”

与“法律”的演变 二、法与法律在西语中的区分 三、我国当

代“法”与“法律”的使用 在我国当代法学理论上，法律有

广狭两层含义。在我国现代法律制度中，法律也有广狭两层

含义。 第二节 法的本质 一、如何认识法的本质 鉴别“本质

”与“现象”；界定“内容”与“形式”；区分“实然”与

“应然”。 二、法的意志性与规律性 法律是意志与规律的结

合。但我们不能把法律规律等同起来。 三、法的阶级性与共

同性 法律是阶级统治和社会管理的手段。 四、法的利益性与

正义性 从应然意义上讲，法律是为实现社会正义而调整各种

利益关系的工具。 第三节 法的特征 一、 调整行为的规范 行

为是法律的调整对象。法律通过对行为的作用来调整社会关

系。 法律的规范性。法律的概括性。法律的构成要素中以法

律规范为主。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中包括行为模式、条件假

设和法律后果。法律的规范性决定了它的效率。 二、 由国家

专门机关制定和认可 制定和认可是法律创制的主要方式；法

律的国家性；法律的普遍性。 三、以权利义务双向规定为调

整机制 法律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法律的利导性；法律的利

导性取决于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是双向的。 四、通过

程序而强制予以实施 法律以国家强制力保护实施；法律的强

制力以法定的强制措施和制裁措施为依据；法律的强制力具

有潜在性和间接性；法的程序性；近现代法律只是对法的程



序标准加以正当化，使法律实施的方式更科学、更理性。 第

二章 法律历史 第一节 法律历史概说 一、 古代的法律 古代存

在奴隶制和封建制两种历史类型的法。它们在许多方面存在

共同点，所以在法学上常被合称为“古代法”。 二、 资本主

义法的产生与发展 带有资本主义因素的法的出现；资本主义

法经历的发展阶段。 三、 社会主义法的产生 中国社会主义类

型的法的出现。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